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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丛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以教育部颁布的“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按章节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中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分析，力
争服务教学，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帮助。
参加编写的教师是多年从事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的一线教师，他们有比较丰富的教学
经验，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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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西方列强入侵与反侵略斗争一、如何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二、如何认
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一、如何认识洋务运动二、如何评价维新运
动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一、如何看待清末新政二、如何看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三、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行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一、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在众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如何看待救亡与启蒙的
关系三、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驳“早产儿的错误观点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总是容易犯“左”倾错误二、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道路三、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四、为什么说延安整风运动是解决党
内矛盾的好形式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二、如何
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三、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四、如何认识抗日
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五、伟大的抗战精神对大学生成才的启示是什么第
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一、如何评价重庆谈判二、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是什么三、中国国民党两次
丢失政权的教训与启示四、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原因是什么第八章 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一、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性抉择二、对民族资产阶
级的和平改造和经济赎买政策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创新三、社会主义改
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要特
别关注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一、如何评价中共八大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如何看待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四、为什么说延安整风运动是解决
党内矛盾的好形式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二、如
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三、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四、如何认识抗
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五、伟大的抗战精神对大学生成才的启示是什么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一、如何评价重庆谈判二、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是什么三、中国国民党两
次丢失政权的教训与启示四、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原因是什么第八章 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一、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性抉择二、对民族资产
阶级的和平改造和经济赎买政策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创新三、社会主义
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要
特别关注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一、如何评价中共八大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如何看待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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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启蒙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
如果把启蒙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大背景中来讨论，其内涵远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简单。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近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有着共同的意义域，即对人的解放和
人权的确认。
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一个“开民智”的过程，那就是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
教改革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继承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重视“人的尊严”的古典模式
，以人为旗帜反对一切扼杀人的力量，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世俗生活，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自由意志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歌颂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呼唤个体的主体地位。
其侧重点是宣扬新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
即一是提倡尊重人的价值；二是强调个人意志及个性的自由发展。
17世纪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用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自然神论和无神
论对抗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对抗君主和贵族特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寻找“永恒的真理”和“永恒的正义”，要保护的就是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
他们呼唤一个理性的王国，是要以理性作为人的解放的武器和人权的保证。
　　近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同样显示出对人自身解放的观照。
比如，戊戌维新思潮中的“开民智”、辛亥革命对民主共和的宣传、五四民主科学运动、二三十年代
的人权运动等等都是以人的解放为指向的启蒙，其具体内容就是民主、科学、理性、平等、自由、主
体意识、人本主义等。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一切追随时代潮流，认同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思想、主张、理论、社会思潮及其
所酝酿而成的文化改革，都属于启蒙的范畴，从性质上讲，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是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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